
1 
 

108 年度廉政細工專案風險(或弊端)態樣及其因應之道 

殯葬(納骨塔及火葬場)篇 

類型一、火化場員工紅包文化 

項次 標題 說            明 

1 類型 火化場員工紅包文化 

2 案情概述 臨時人員甲利用辦理遺體火化（含撿骨）

作業之機會，收取受委託之禮儀公司支付

之紅包新臺幣 2,000 元；或於辦訖遺體火

化程序後，於喪家領取骨灰譚時，收取紅

包鎮煞；甚至主動向申請火化的喪家要求

提供紅包，透過禮儀公司人員申請火化許

可證時，交付紅包後，才辦理遺體火化程

序。 

3 風險評估 (1)工作環境不佳，人員素質不一： 

殯葬業務在一般人眼中比較不願意接

受，對該工作的印象是陰暗，不吉利

的工作，民間習俗多會給予紅包鎮

煞，而此工作招募之臨時人員素質不

一，造成收取紅包成為其久任之誘因。 

(2)疏於法令認識： 

基層約聘僱人員及民眾對貪污治罪條

例等刑責法令無切身之感，認為包紅

包的是心意，是感謝，忽略收受紅包，

就算執行職務內該做的事，亦應負刑

責。 

4 防治措施 (1) 辦理教育訓練，注重人員素質： 



人員招募時應增加品德操守把關，在

職人員則透過機關舉辦教育訓練，或

參加多元化課程，灌輸廉潔觀念，以

及相關法令之刑罰，使機關員工了解

應負的責任。 

(2) 透過檢舉簡訊，強化反貪概念： 

在殯葬設施辦公室或其他明顯處，懸

掛申辦之作業流程，並註明承辦殯葬

業務人員（包含課長、承辦人及管理

員）不得向家屬或業者收任何規費以

外費用警示標語，並透過家屬申請電

話反饋檢舉專線，若發現有違反情事

可立即回撥檢舉。 

(3) 立法杜絕惡性收費，改變殯葬文化： 

增修業者處罰條款，藉由法制化作

業，要求業者共同遵守廉政規範，避

免業者巧立名目以火化場名義，向喪

家收取額外費用。 

5 參考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3款對於職務上之

行為，要求、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

利益。 

 

  



類型二、火化場員工插爐收受賄款 

項次 標題 說            明 

1 類型 火化場員工插爐收受賄款 

2 案情概述 甲係某市政府殯葬管理處 A 殯儀館火化

場之技工，負責在火化場從事排爐、撿

骨（前場）、操作焚化爐（後場）等作

業，於某年月日，在火化場辦公室辦理

排爐登記，發放死者乙遺體之火化許可

證予丙時，丙因已選定火化時辰，遂向

甲表示能否於某日某時辦理完成，以利

其將乙之骨灰準時進塔，甲則向丙表示

若擇時火化須酌收費用新臺幣 2,000

元，丙為利將乙準時火化進塔，遂交付

甲現金因被人檢舉，檢察官偵查後依法

提起公訴。 

3 風險評估 (1) 供需失衡創造誘因： 

殯葬文化中，選擇吉日吉時是重要的

部分，造成國人對於殯葬設施的需

求，常會集中到某些特定日子的特定

時間，但往往設施有限，造成民眾或

業者會私下塞紅包給殯儀館和火化

場員工，期能獲得較優質之服務或較

便利之效益。 

(2) 擔心遺體不能如期火化： 

我國殯葬習俗上多為看時辰火化，不

肖員工或業者便會利用家屬想順利

完成儀式的心理，向家屬索要紅包，



否則便不予火化，藉此謀取利益。 

4 防治措施 (1) 每日輪替操作人員，降低請託誘因： 

控制火化場工作輪值作業，排班權限

非由現場人員安排，當日上班才會確

認操作人員，使業者無法藉由特定人

員安排插爐，降低請託對象固定性之

因素。 

(2) 編列工作津貼，加強專業服裝： 

研議編列特殊環境工作津貼、健康檢

查費用，加強工作環境安全，留住優

秀人員，並提升職務吸引力，注入新

血，展現專業要求殯葬業務執勤人員

穿著乾淨得宜，展現專業性，區分業

者及員工，改變民眾對於殯葬從業人

員的不良觀感及刻板印象。 

(3) 參考文化習俗，增訂優惠規費 

考量文化習俗，增訂加價、平日、減

價等不同區間價格，提倡使用者付費

之觀念，使有需求之民眾可以依不同

價格擇日。  

5 參考法令 (1)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職

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。 

 

  



類型三、火化場員工巧立名目集體收賄 

項次 標題 說            明 

1 類型 火化場員工巧立名目集體收賄 

2 案情概述 甲、乙係市公所殯儀館技工及管理員，

負責遺體火化、撿骨等工作，為使喪家

可在挑選之良辰吉日火化，提供滿爐時

超收火化遺體(例如將超收遺體於當日早

上 7 點 30 分前即開爐進行火化)，再由殯

儀業者於遺體火化當日，將賄款夾藏在

火化規費收執聯或毛巾中，於辦理火化

作業前，將賄款交給非殯儀館編制、不

支薪之撿骨義工丙及丁，由丙、丁二人

將收得之金錢再分予從事火化爐操作業

務之甲、乙。 

3 風險評估 (1) 傳統習俗氛圍，業者誘導民眾： 

各國民俗、禮俗與宗教信仰對人生各

階段的生命儀式中，死亡儀式似乎是

其中最為繁複、神秘、慎重、忌諱者，

這使得家屬面對死亡之後的殯葬儀

式，不論古今中外，均須藉助專業人

士或業者來處理。 

(2) 群體共識不屬犯罪之迷思： 

誤為義工未領薪俸，由義工收取賄款

再分贓於火葬場員工即不構成犯罪，

惟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 706號判

決，殯葬館火葬場技工，依勞動基準

法之規定受雇，執行火葬場排爐、撿



骨、操作焚化爐等作業，屬私法契約

之行為，雖非新刑法認定之公務員，

仍違反刑法之背信罪。 

4 防治措施 (1)規費透明，行政公開： 

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10 條有關提高

政府行政部門透明度之規定，不僅係

資訊公開法規定應主動公開資訊之範

疇，而是將作業流程可供民眾辨識，

除揭示相關收費項目及費用，更應公

開作業流程，並透過內部控制制度，

檢視作業流程。 

(2)辦理業者評鑑，要求公司治理 

鑑於過去殯葬市場資訊封閉，民眾（消

費者）在資訊不完全、不對稱的情形，

無從得知殯葬禮儀服務業者的優缺

點、服務項目與收費、申訴管道等，

政府應加強業者的企業倫理與社會責

任，以提供民眾對於喪葬儀式與服務

品質新要求。 

5 參考法令 (1) 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違

背職務收賄罪。 

(2) 中華民國刑法第 342 條背信罪。 

 

  



類型四、侵占殯葬設施使用規費挪為私用 

項次 標題 說            明 

1 類型 侵占殯葬設施使用規費挪為私用 

2 案情概述 甲為某殯葬管理所雇用之臨時櫃檯人

員，負責受理民眾使用殯葬設施之申

請、審核及許可、收取使用規費，並製

作收據，交予申請人或代辦葬儀社收執

等業務，因投資失利，為週轉資金，私

自攜出公款利用；某日該機關出納人員

於製作「各項收入憑證暨經收款項日報

表」時發現部分規費單據不連號，經清

查發現是甲私自將公款攜出未解繳，共

計新臺幣 1 萬 8,110 元整。 

3 風險評估 (1) 未依時限將收取規費繳庫： 

政府機關各項規費皆須依規定解繳公

庫，甲收取規費後，將自行收納款 項

統一收據及申請書等資料予以收存備

查，出納也未將將款項確實繳入公

庫，至提供機會使甲挪用公款做為私

人週轉資金。 

(2) 內部審核功能不彰，主管未盡督導責

任： 

出納及會計審核作業流於形式，未即

時審視各項收入憑證，致不諳法令甚

或有心人士有機可趁，攜出現金，主

管對於作業異常同仁未及時發現，勸

導糾正。 



4 防治措施 (1) 申請與收費程序分離： 

若是在公所辦理，開單後由民眾自行

拿到出納處繳費，出納會在單據上蓋

章，證明已收取規費，若是在生命園

區辦理，開單後，由民眾自行拿到指

定金融機構繳納，由農會蓋章證明。

透過這樣的作業流程，承辦人或管理

員不會直接接觸到民眾繳納之規費，

杜絕佔用公有財產之情事發生。 

(2) 強化內控方案，落實收退款項明細編

碼： 

據「桃園市市庫管理自治條例」及「桃

園市政府殯葬管理所管理公立殯葬設

施使用收費標準」等規定，民眾檢附

相關文件掛號，申請使用殯葬設施，

申請人若申辦退費，受理機關當場以

當日規費收入現金退還部分，將繳款

及退還文件，均併入規費管理系統，

同步以電子化方式管理，減化流程降

低錯誤。 

5 參考法令 (1) 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款竊取或侵

占公用或公有器材、財物者。 

 

  



類型五、偽造文書未依規定辦理殯葬設施使用規費入庫 

項次 標題 說            明 

1 類型 偽造文書未依規定辦理殯葬設施使用規

費入庫 

2 案情概述 殯葬所人員甲於 106年 1月起承辦出納業

務，因不熟悉系統，為將規費收入挪予零

用金使用，以系統管理人身分，未經長官

授權，每日自行將系統匯出收入明細表

Excel 表格中最後一筆規費收入資料刪

除，將刪除後的規費收入總額與退費金額

加減後，掣發市庫收入繳款書，再據此編

製報表逐級陳報，未含收入明細表 Excel

表格，使人無法查對，刪除之規費金額原

應於次日補回，但偶有遺忘，致入庫規費

短少 7 萬 9,520 元。案經地檢署偵查，並

經該所考績委員會記過處分。 

3 風險評估 (1) 承辦人不諳法令，便宜行事： 

規費收入程序應依法令規範的作業流

程而作，承辦人因不了解其行為所負

之責任，又為支應零用金支出，以非

正規流程之方式製作不正確報表，而

非以正確流程申請零用金支用，便宜

行事。 

(2) 系統防護陽春，無法保持資料正確性： 

系統產製的報表，無防止人員修改的

設計，使得報表產出後，可以在上面

進行修改或刪除，造成規費收入資料



無法正確呈現，審核人員也不易查對

相關資料。 

4 防治措施 (1) 建立標準流程，轉化內控機制： 

於內控項目加入殯葬規費收入入庫標

準作業流程作業，按印製編號順序使

用、銷號，逐一核計結存數，並納入

內部控制稽核項目，由業務單位主導

成立跨科室稽核小組，針對風險業務

深度檢視及改善。 

(2) 改善系統缺失，確保資料正確性： 

修正本市殯葬管理所使用的系統功

能，移除「變更」功能，使規費繳納

產出報表與電腦編號申請書同步製，

並去除人工修改電腦報表機會，以利

查核。 

5 參考法令 刑法第 210 條偽造公文書罪。 

 



類型六、詐取殯葬設施使用費獲得利益 

項次 標題 說            明 

1 類型 詐取殯葬設施使用費獲得利益 

2 案情概述 約僱人員甲為公所公墓管理員，藉受理民

眾乙等人為其親人申辦使用納骨堂之機

會，佯稱使用費係由其收取，致民眾乙陷

於錯誤，而將其申請使用納骨堂櫃位應繳

納之使用費交予甲，甲則將該款項據為己

用。 

又甲於丙申請親人之骨罐暫厝安置時，未

依規定收費，而任由丙之親人骨罐無償暫

厝於納骨堂而獲得利益。 

3 風險評估 (1) 作業流程不透明： 

民眾對於殯葬業務各項申請作業程

序、繳款規定資訊不足，案件是否核

準亦不瞭解，使相關作業人員利用民

眾資訊欠缺，誤導民眾陷於錯誤，詐

取使用費。 

(2) 濫用裁量權限，未依規定收取規費 

殯葬多為居住空間嫌惡業設施，遠離

都會區，交通不便，使得承辦人員必

須第一線面對民眾及業者，擁有許多

裁量決定空間，民眾亦繳納款項不

便，迫使民眾將規費及證明文件等交

由納骨塔管理人員代辦；或有民眾選

位後，因文化、禮儀或風水等因素，

逾期申請變更，受理人員卻以便民為



由，未收取異動費，提供特殊服務。 

(3) 管理人員久任一職，鑽研法令漏洞： 

管理人員久任，熟悉殯葬業務辦理程

序而便宜行事，且殯葬業務不易找人

替補，衍生不肖管理人員鑽法令漏洞

之心態，從中圖利或包庇違規。 

(4) 殯葬設施偏僻，監督功能未落實： 

加之設施多遠離機關，民眾僅能聽從

現場人員指示，讓管理員有從中徇私

舞弊之機會。 

4 防治措施 (1) 與前端機關配合，期前揭露相關資訊： 

規劃與醫療院所或戶政機關配合，在

開立死亡證明書或除戶謄本時便同時

檢附相關收費項目，或使用 QRcode 讓

民眾掃瞄到網站上可以查詢辦理殯葬

業務相關資訊，降低業者與民眾的資

訊落差。 

(2) 採取定期輪調制度，避免久任弊端： 

定期調整更動同仁業務，或重新安排

共事對象，以避免因熟悉而有過多私

人情誼，影響工作的客觀及公正，或

因業務從事過久有迷思，不易自覺缺

失所在，不同業務更換不同工作人

員，也會有不同新的更好的做法。 

(3) 申辦及繳款流程分離： 

申辦及收款程序分段辦理，並指定至

少 1 名臨櫃出納人員，辦理櫃檯人員



收據之管理事務，依實際需求填具報

表，經單位主管核准備查，使用時應

按收據印製編號順序使用及銷號，逐

一核計結存數，層層節制，以避免民

眾因未諳法規而造成誤繳費用情事。 

(4) 電子化系統作業，提升付款便利性： 

將殯葬相關服務即時公布於網路或看

板，以電子化系統管理，提供有需求

民眾查詢，並視業務需要，於金融機

構或郵局設立帳戶，委託代收，避免

有心人士居中獲利。 

(5) 建立稽核制度，隨機辦理訪查： 

定期進行盤點塔位數量及申請使用亡

者(骨罐)作業，核對系統資料與實際狀

況是否有所出入，且適時瞭解申請案

及繳費狀況，並對殯葬設施申請人進

行民情蒐集或問卷調查，確實反映現

場人員工作情形，俾利即時追查。 

5 參考法令 (1)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利

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。 

(2)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對

主管事務圖利罪。 

 

  



類型七、竊盜 

項次 標題 說            明 

1 類型 竊盜 

2 案情概述 甲係在殯葬管理所提供靈前飯（俗稱「腳

尾飯」）服務之從業人員，乙，丙、丁

均係公所僱用並派任在殯葬管理所之人

員；甲等 4 人自 101 年 7 月起至 104 年

12 月止，竊佔殯葬管理所內之鐵皮屋倉

庫，擅自在其內設置簡易廚房，放置電

鍋、電冰箱、瓦斯爐、料理臺等炊具；

又於上開期間，竊用殯葬管理所之電能

及自來水，經營靈前飯業務。獲得相當

於租金之不法利益新臺幣（下同）11 萬

4,895 元，另竊得相當於電費為 1 萬

7,240 元之電能，竊得相當於水費為 756 

元之自來水。 

3 風險評估 (1) 人員法治觀念不足： 

殯葬業務因屬性特殊，多雇用臨時人

員擔任管理員，同時負責進出塔位事

項的辦理，對於從事公務的概念薄

弱，易有貪小便宜的心態使用公務用

品。 

(2) 殯葬設施設置偏僻，管理較為不易： 

殯葬業務承辦人有時身兼多職，對於

殯葬設施現場狀況未必能頻繁的前往

監督，且除了喪家家屬少有不特定群

眾到此，又少有其他同仁到此，因此



其工作地點及型態，使得殯葬從業人

員處於被觀察死角，其不法行徑難以

被監看，易造成管理人員假借職務之

便，利用公有場所做出不當之行為。 

(3) 現場隨意拉線供電，缺乏監督管理： 

鐵皮屋倉庫設置簡易廚房，隨意拉電

使用，易生火災危及殯儀館暨火葬場

管理所人身安全，且缺乏水電專表以

利勾稽每月用電情形。 

4 防治措施 (1) 規畫完善工作環境及設施： 

殯葬工作較為單調、地點又較為偏

僻，且不同於正常上班者的工作時

間，常有需在工作地點內打理用餐或

休息等情形，將設備或生活所需，在

工作環境內設置周全並管理完善，以

避免因設備不足而讓工作同仁以不正

當方式去取得，招致違法情事。 

(2) 落實宣導法令規範，並現場查核： 

主管不定期至現場督查，抽查水電費

用進行核對，是否有不正常增加使用

度數之情況，同時加深對同仁工作態

度及活動內容的瞭解，宣導正確法令

規範，使現場人員了解應負的責任及

義務，儘早防範或杜絕違規行為滋

生，且緊密督查知行動能警惕同仁隨

時注意自已行為。 

(3) 活用科技設備輔助管理： 



增設遠端警示監看系統，有助於管理

單位可不受距離及時間限制，隨時掌

握殯葬設施及時狀況，且現場人員如

發生緊急狀況，亦可以即時處理。 

5 參考法令 (1) 中華民國刑法第 320 條竊盜罪。 

(2) 中華民國刑法第 134 條身分加重。 

(3) 中華民國刑法第 323 條準動產。 

 

  



類型八、骨灰罐中暗藏槍枝毒品等不法物品 

項次 標題 說            明 

1 類型 骨灰罐中暗藏槍枝毒品等不法物品 

2 案情概述 ○○市經營殯葬公司的甲被檢舉擁槍自

重，隨時準備和業者搶生意，警方昨天晚

間搜索殯葬公司時，甲見到員警態度冷

靜，聲稱從事合法殯葬業，警方進入辦公

室後方的靈堂，聽到佛音誦經聲，室內供

奉許多家屬寄祀的骨灰罈。 

員警在眾多骨灰罈中發現一罈沒有題

字，且重量較輕，詢問甲時，他表示那是

衣冠塚，員警覺得可疑，打開查看發現內

有一把改造手槍及 24 發子彈，甲辯稱槍

彈是幾年前處理一件死亡案時，在現場撿

到的，打算用來防身，平日將槍彈藏在罈

子內，跟寄祀的骨灰罈放在一起，意圖魚

目混珠規避警方查緝。 

3 風險評估 (1) 未依照標準流程作業：  

現場人員對於應備文件不了解，即使

未具備相關文件仍同意進塔放置，致

被利用漏洞偷渡違法物品。 

(2) 查對未確實，便宜行事： 

未確實查對骨灰罐亡者姓名與必要文

件內容，可能被利用此一漏洞辦理進

塔手續後，存放違法物品。 

(3) 未確實查驗櫃位情況： 

進塔後未確實查對櫃位內骨罐狀況，



可能導致被以掉包方式交換骨罐內物

品，甚至直接調換骨灰罐，成為違法

物品交換的溫床。 

4 防治措施 (1) 落實申辦文件審核，定期清查考核 

就申請應備文件態樣辦理教育訓練，

教導承辦人員審核標準，統一作業程

序，以避免文件不齊，查核困難，並

由主管定期督導盤點，了解納骨塔內

部使用情形。 

(2) 加強科技系統輔助，減少人力負擔： 

引進電子化管理，除裝設監視系統

外，同時將櫃位資訊上網公開，使民

眾能輕易的查詢各櫃位目前的使用狀

況，也方便管理人員進行管控。 

(3) 進出人員管制，減少閒雜人等在塔內

徘迴： 

除清明節、春秋祭等祭拜期間，人潮

眾多，管理不易，應各塔位加裝上鎖

裝置，落實進出簿冊的登錄作業，確

實管控人員進出情形，避免危險物品

置入。 

5 參考法令 (1)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7 條。 

 

 


